
台灣民主化下的兩岸關係與台日關係　17

2012年台灣二合一選舉之分析：

同日選舉效應和分裂投票※

小笠原 欣幸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准教授

壹、前言

2012 年 1 月 14 日，台灣同時舉行了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本次總統選舉乃是改採

直接民選後的第五次選舉，而立法委員選舉則是改採類似日本的「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

制」後的第二次選舉，至於總統選舉與立法委員選舉的二合一同日投票則是第一次。

選舉結束之後，筆者在日本與其他學者共同執筆出版了『馬英九連任：2012 年台灣

總統選舉結果及其影響』一書1， 當中筆者針對總統選舉的過程與結果進行了整體的分

析。但是對於總統與立委二合一選舉的分析方面則仍有不足。同日選舉的影響及其相互

關係目前仍有待釐清，不過由於同日選舉是第一次舉行，相關文獻還在累積當中，未來

相關的理論研究應會由台灣學者陸續發表2。 

投票當天，選民同時投下立委選舉的區域與不分區各一票，再加上總統選舉一票共

計三票。多數選民的投票對象通常是一致的，但也有部分選民將三票分開投票，因此發

生了所謂的「分裂投票」。前一次的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雖然都在 2008 年舉行，但兩

項選舉的時間隔了兩個月。2008 年 1 月的立委選舉投票率為 58.72%，3 月的總統選舉

※ 本文初稿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主辦的「台日論壇：台灣民主化下兩岸關係與台日

關係」台日學者對話研討會，2012 年 9 月 17 日。作者誠摯感謝評論人陳陸輝教授的寶貴意見。
1 書小笠原欣幸、佐藤幸人編著，『馬英九再選：2012 年台湾総統選舉の結果とその影響』（東京：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12 年 5 月）。
2 由於本文撰寫時，與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相隔不久，所以有關 2012 年選舉完整的研究成果還沒出

現。本文仍屬於初步分析的段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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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率為 76.33%，顯示選民的參與程度有所不同。若以這兩個數字來看，可以了解對

立委選舉不關心（＝不去投票），但關心總統選舉的（＝去投票）選民，約占了全體選

民的 18%。由於同日投票，對這 18%選民而言，主要是為選總統而去投票，選立委的投

票行為只是附帶的動作。例如把票投給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選民，即使對區域立

委選舉比較不關心，但也會將票投給民進黨候選人的事例，這就稱為「同日選舉效

應」。

另一方面，將區域立委一票、不分區一票、總統選舉一票的三票分別投給不同陣營

候選人的「分裂投票」現象卻在各地出現。如《圖 1》所示，有部分緑營支持者雖將總統

選票投給蔡英文，但在區域立委卻投給國民黨候選人。反之，也有人在區域立委選舉投

給民進黨候選人，卻總統選票投給馬英九。

圖 1　 分裂投票虛擬圖:A先生之投票行動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在區域與不分區立委選舉方面，雖然也出現分裂投票的情況 3，但具有政治意涵的分

裂投票則有必要加以進一步定義。由於選舉制度的關係，在區域立委的選票給投兩大黨

其中一方的候選人，而將不分區選票投給小黨，是很自然的投票行為。泛藍陣營支持者

在不分區方面投給新黨，在區域立委方面則投給國民黨候選人確實是一種分裂投票。不

過這也可以解釋為是因為新黨未推出區域立委候選人，泛藍陣營支持者只能投給國民黨

3 有關 2008 年立委選舉兩票之中的一致與分裂投票深入探討，參看蕭怡靖、黃紀，〈單一選區兩票

制下的一致與分裂投票：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探討〉，《臺灣民主季刊》，第 7卷，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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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而這個解釋也同樣適用於民進黨與台聯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這種案例雖顯示

出投票行為的多元化，但因為這只不過是依據藍緑兩大陣營支持結構的投票行為，因此

本文不將其視為分裂投票。本文將把選票同時投給緑營、藍營的投票行為，定義為分裂

投票。

而本文在進行分析時，將焦點放在同日選舉效應與分裂投票，以分析選民是如何投

下區域立委選票及總統選票。並針對二合一同日選舉所出現的影響、分裂投票的機制、

以及有無總統與立委選舉之相互作用，從全國的宏觀層次到選區層次，以及比較 2008

年選舉與 2012 年選舉，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貳、測量分裂投票

區域立委候選人是造成分裂投票現象出現的主要行為者，某陣營候選人獲得對手陣

營部分選民的支持，其得票數因此超過所屬政黨在該選區的基本盤，就是所謂的分裂投

票。有兩個方法可以確認某選區有沒有出現分裂投票的現象 :①比較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

票率與總統候選人的得票率； 比較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率與不分區的政黨得票率。②

也就是比較某選區的國民黨或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率與同一選區内同黨總統候

選人得票率的差距，或是比較某黨區域候選人與同一選區的不分區同黨的得票率差距，

即可計算出該選區的分裂投票的規模。

那麼哪一種方法適合作為分析分裂投票的基準？筆者基於兩個理由認為方法 應該①

較有利於確認分裂投票的真實情況。首先，由於各選區的選民顯然將關注的焦點置於總

統選舉，所以選總統的投票行為適合作為基準。其次， 的方式存在著一個技術層面的②

問題，就是不分區政黨得票率是否就直接原封不動地使用國民兩大黨的得票率，或是將

所有小黨在不分區的得票率分類並算作泛藍或泛緑陣營的基本盤，而這個作業是很難處

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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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掌握各個選區的分裂投票情況，筆者選擇使用方法 來進行分析。首先將①

各總統候選人在區域立委七十三個選區的得票率加以整理。《附表 A》與《附表 B》分別

是 2008 年與 2012 年的在區域立委七十三個選區當中，總統候選人與區域立委候選人獲

得的得票率。由這兩個表可以發現，有的區域立委候選人在其選區的得票率大幅超過總

統候選人，有的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率則大幅落後給總統候選人。兩者數字差距比較

大的選區，就出現比較大規模的分裂投票。

《表 1》與《表 2》分別是 2008 年選舉、2012 年選舉時，選區出現分裂投票，且

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超過總統候選人幅度最大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候選人前十名的名

單。有能力引發分裂投票的區域立委候選人通常都具備了能夠透過人際關係、基層組

織、利益等方式直接動員選民的能力，或是能夠靠個人的形象與風評而獲得超過所屬政

黨在該選區基本盤以上的選票。

以 2008 年立委選舉為例，國民黨中引發分裂投票的翁重鈞、張嘉郡、林益世、鍾

紹和、徐中雄、洪玉欽、王進士等人，都是頗具知名度且擁有有效固票手段的地方派系

型候選人。反觀民進黨的杜文卿、盧博基、趙永清、蔡其昌、郭榮宗、賴清德、彭添富

等人則屬於勤跑基層，且在地方上具有高知名度的人物。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進行觀察，如高雄市第二選區（舊高雄縣第二）林益世的得票

率，比馬英九在同選區的得票率高出 7.85 個百分點，但林益世的得票率若是與馬英九的

得票率相同程度，則林益世必然會落選；台南市第四選區（舊台南市第二）賴清德的得

票率比謝長廷在同選區內得票率高出 4.76 個百分點，賴清德的得票率若是與謝長廷的得

票率相同程度，則賴清德亦必然會落選。也就是說，他們是因為有能力引發分裂投票才

能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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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年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超過總統候選人得票率的選區

說明：背景塗成灰色表示當選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表 2　 2012年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超過總統候選人得票率的選區

說明：背景塗成灰色表示當選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國民黨前十名 民進黨前十名 

 選區 候選人 差 選區 候選人 差 

1 嘉義縣第一 翁重鈞 11.46% 台東縣 劉櫂豪 11.10% 

2 雲林縣第一 張嘉郡 9.13% 屏東縣第三 潘孟安 9.75% 

3 台中市第三 楊瓊瓔 7.83% 台中市第一 蔡其昌 7.85% 

4 高雄市第二 林益世 7.31% 澎湖縣 楊曜 7.79% 

5 彰化縣第三 鄭汝芬 6.50% 新北市第二 林淑芬 7.29% 

6 嘉義縣第二 陳以真 5.57% 台中市第 6 林佳龍 6.54% 

7 高雄市第一 鍾紹和 4.94% 高雄市第 4 林岱樺 6.22% 

8 台南市第 5 李全教 4.79% 新竹縣 彭紹瑾 6.12% 

9 屏東縣第二 王進士 4.66% 台中市第 4 張廖萬堅 5.63% 

10 南投縣第一 馬文君 3.61% 雲林縣第二 劉建國 5.52% 

 

 國民黨前十名 民進黨前十名 

 選區 候選人 差 選區 候選人 差 

1 嘉義縣第一 翁重鈞 12.72 苗栗縣第一 杜文卿 6.56 

2 雲林縣第一 張嘉郡 8.27 花蓮縣 盧博基 6.36 

3 高雄市第二（舊高雄縣第二） 林益世 7.85 新北市第八（舊台北縣第八） 趙永清 6.30 

4 高雄市第一（舊高雄縣第一） 鍾紹和 5.92 台中市第一（舊台中縣第一） 蔡其昌 5.15 

5 台中市第八（舊台中縣第四） 徐中雄 5.61 桃園縣第二 郭榮宗 4.99 

6 台南市第一（舊台南縣第一） 洪玉欽 3.98 台南市第四（舊台南市第二） 賴清德 4.76 

7 屏東縣第二 王進士 3.72 桃園縣第三 彭添富 4.14 

8 南投縣第一 呉敦義 3.15 新北市第五（舊台北縣第五） 廖本煙 4.11 

9 宜蘭縣 林建榮 1.71 台中市第七（舊台中縣第三） 簡肇棟 4.10 

10 台南市第三（舊台南市第一） 王昱婷 1.39 新北市第四（舊台北縣第四） 呉秉叡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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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國民黨內引發分裂投票的前十名候選人當中有八名當選，而民進黨則只有賴

清德一人當選。原因在於國民黨前幾名候選人不僅擁有爭取對手陣營選票的能力，整體

而言 2008 年選舉時的大環境對國民黨來說也是有利的。民進黨前幾名候選人雖然能夠

靠個人魅力爭取選票，卻因為黨的支持率太差而無法當選。

不過使用比較區域立委候選人與總統候選人的得票率來分析分裂投票的方法，雖然

具有將地方派系型候選人在選區獨自的吸票能力加以數字化的好處，但也存在一個無法

處理的技術性問題，就是如果選區內出現實力堅強的無黨籍候選人時，兩大黨提名候選

人的得票必然受到影響，將無法判別分裂投票的發生。例如在分析 2008 年選舉時，筆

者在《表 1》的國民黨候選人之中沒有列入彰化縣選區，就是因為彰化縣出現實力堅強的

無黨籍候選人挑戰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因此以本文的分析方法是無法處理彰化縣的分

裂投票的情況。

此外，國民黨或民進黨未提名候選人的選區雖然不多，但這種情形也同樣無法用本

文的分析手法算出分裂投票。例如國民黨在台中市第二選區禮讓無黨籍候選人顔清標而

未提名候選人，顔清標在 2012 年選舉時的得票率比馬英九的得票率高出 8.32 個百分

點，如果將顏清標視為實際上的國民黨候選人列入《表 2》的話，可以排名到第三名。澎

湖縣選區無黨籍候選人林炳坤也是一樣受到國民黨的禮讓，但林炳坤的得票率則是比馬

英九的得票率少了 3.2 個百分點。

參、有無同日選舉效應？

2012 年的選舉結果反映出國民黨陷入了苦戰，《表 2》的國民黨前十名之中僅有六

名當選，而民進黨則當選八名。由此看得出民進黨整體勢力成長，再加上候選人在各個

選區靠個人魅力吸取票的模式，使得《表 2》的民進黨前十名候選人的得票率均有提升，

吸收了較多的游離選票，可以說受惠於同日選舉帶來的高投票率。反而對國民黨地方派

系型候選人來說，同日選舉帶來的高投票率對於他們能夠引發的分裂投票效應打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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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表 1》之中有六名國民黨候選人、三名民進黨候選人在 2012 年選舉時也在同一個

選區參選。而這六名國民黨候選人尋求連任的選區都是蔡英文的得票率超過 50%的緑營

優勢選區，因此六名國民黨現任候選人都因為同日選舉而陷入苦戰。其中翁重鈞、張嘉

郡、王進士因為有能力引發足夠差距的分裂投票而連任成功。林益世、鍾紹和、林建榮

雖然也在其選區引發了分裂投票，但仍差一步而未能連任，而其敗選原因應該就是同日

選舉帶來的高投票率，因為投票率越高，他們無法控制的票越多 4。反而是他們的對手：

民進黨邱志偉、邱議瑩、陳歐珀受益於同日選舉的高投票率，而順利擊敗地方派系龍

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在這三個選區的得票率成長幅度與 其他選區的情況相

比，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顯然蔡英文並沒有因為邱志偉、邱議瑩、陳歐珀在該選區的聲

勢而受益。

而民進黨的蔡其昌、郭榮宗、廖本煙在 2008 年選舉時未能當選。但在 2012 年選舉

時，蔡其昌當選，郭榮宗與廖本煙則落選。蔡其昌在 2012 年的得票率比 2008 年成長

8.14 個百分點，這應該是蔡其昌過去四年的選區經營受到高度肯定的結果。而蔡英文在

蔡其昌參選的台中市第一選區的得票率與上次謝長廷的得票率相比，則成長了 5.43 個百

分點。

郭榮宗與廖本煙都是在基層頗具知名度的資深政治人物。郭榮宗的得票率在 2008

年選舉時，比謝長廷的得票率多出 4.99 個百分點；而 2012 年選舉時，比蔡英文多出

5.18 個百分點。廖本煙在 2008 年選舉時，比謝長廷的得票率多出 4.11 個百分點；卻在

2012 年比蔡英文的得票率低了 1.74 個百分點。郭榮宗與廖本煙兩人的得票率消長的情

況也大不相同，郭的得票率比 2008 年成長 4.88 個百分點，可是廖的得票率比 2008 年

減少 1.14 個百分點。由此可以看出郭的選區經營受到選民的肯定，反而廖的聲勢下滑。

但即使在郭的選區（桃園縣第二）或是廖的選區（新北市第五），蔡英文的得票率成長

4 在此談到的國民黨三名候選人以外，其他如嘉義市選區現任立委江義雄、新北市第三選區的李乾龍，

也可以歸類為因為同日選舉提高投票率而無法當選的國民黨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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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與謝長廷得票率相比，分別是 4.69 個百分點與 4.71 個百分點，並沒有受到太大的

影響。這顯示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的表現完全未反映在蔡英文得票率的成長。

在《表 2》中進入國民黨第六位的陳以真，與以往的地方派系型候選人截然不同，是

金溥聰所勸進的年輕且屬於都會型的女性候選人。陳以真在嘉義縣第二選區採取以跟選

民逐一擁抱的獨自手法展開競選活動，並捲起了一陣旋風，對民進黨的地方派系型候選

人陳明文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但是馬英九在該選區的得票率比上次選舉時少了 7.06 個百

分點，顯然陳以真旋風並未為馬英九帶來任何加分效果。因此同日選舉對於總統與立委

選舉是否具有加分效果，是個很複雜的課題。

接著筆者將使用《附表 A》與《附表 B》的數據，從宏觀面檢討是否出現了同日選舉

效應。如果假設同日選舉效應出現在蔡英文身上，蔡在某選區的得票率比上次謝長廷得

票率成長越大（蔡在所有選區之得票率都超過謝），民進黨在該選區立委候選人的得票

率就會越成長的狀況。另一方面，馬在所有選區的得票率與上次選舉相比均為下滑的狀

況，但如果同日選舉效應出現在馬英九身上，應該可以觀察到馬在某選區的得票率下滑

程度會盡可能地減小，國民黨在該選區的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率的減少幅度也會比預期要

少。

有沒有發生這個效應，我們可以用相關係數來做出判斷。因此筆者將蔡英文在所有

七十三個選區的得票率變動幅度與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的變動幅度，和 2008

年選舉比較後計算整理成《附表 C》。然後將蔡英文在各個選區中的得票率成長幅度與

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成長幅度作為變數，計算出的相關係數為 0.14。從這個數

字可以發現，兩者的關聯性雖然不能說沒有，但可以說很薄弱。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

得票會隨著蔡英文得票而成長的事例僅出現在少數選區。總而言之，蔡英文在各個選區

得票率成長與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成長幾乎不存在任何關連性。

從《附表 C》也可以看出，蔡英文在各個選區中的得票率變動幅度比較穩定，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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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的變動幅度則相當分歧。以標準差計算，七十三個選區之中

蔡英文得票率變動幅度的標準差為 0.77；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變動幅度的標準

差為 6.46。前者數值表示變動幅度非常小，後者數值表示變動幅度非常大，兩者差異非

常明顯。至於馬英九的得票率變動幅度與國民黨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率變動幅度可以

參閱《附表 D》。馬英九得票率減少幅度與國民黨候選人得票率減少幅度之相關係數為

0.13。在馬英九的得票率降幅較少但國民黨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表現很好的選區案例

並不多。另外，馬英九在七十三個選區中的得票率變動幅度雖然比較穩定（標準差

0.95），而國民黨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率變動幅度卻出現了分歧的情況（標準差

6.78）。

總之，蔡英文及馬英九在選區得票率變動幅度的分歧程度非常小，反而國民兩黨的

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率變動幅度分歧程度非常大。每個選區的兩黨立委候選人的得票

動向與總統候選人得票動向幾乎沒有關係。在區域立委選舉方面，各個候選人的條件、

知名度、選區經營等地方因素的影響層面較大。但全國性的總統選舉受到全國性選舉議

題的 影 響較大 、受到地方 因素的 影 響較小 的說法 是 可 以適用。 分 析 了《附 表

A，B，C，D》後，我們可以歸納出「從宏觀面來看，沒有發生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相

互影響的現象」的結論。

肆、台中市個別選區的選票流向

由於只是從宏觀面的相關係數及標準差來判斷，可能忽略了各個選區總統選舉與立

委選舉出現相乘效果的案例。因此以下將以選戰激烈的台中市第八、第六、第三選區如

《表 3》為例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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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中市總統選舉及區域立委選舉得票情況（2012年）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台中市第八選區的國民黨候選人是前新聞局長江啟臣，國民黨中央提名年輕的政務

官是為了表現黨推動改革的形象。但由於當地具有縣議員經歷的陳清龍及台中黑派背景

的車淑娟兩位人士對此提名不滿，分別以親民黨提名與以無黨籍身分出馬參選，導致泛

藍陣營分裂，江啟臣也因此面臨嚴重的挑戰，而在投票前普遍被預估陷入苦戰。可是江

啟臣最後以 44.77%的得票率，擊敗了 39.48%的郭俊銘、9.58%的陳清龍、5.67%的

車淑娟。而總統選舉方面，蔡英文在台中市第八選區的得票率比上次謝長廷的得票率成

長了 5.50 個百分點，是台中市八個選區之中成長幅度最大的選區。反觀馬英九卻減少了

8.54 個百分點，是台中市八個選區之中下滑幅度最大的選區。就總統選舉情勢而言，蔡

英文是順風駛船，而馬英九則是逆風撐船。但民進黨提名候選人郭俊銘的得票率為

39.48%，比蔡英文得票率 47.10%少了 7.62 個百分點，顯示郭俊銘未能充分吸納支持

蔡英文的選票。因此同日選舉效應在這個選區並未對民進黨造成有利的現象。

對此應該注意的是，親民黨陳清龍及無黨籍車淑娟的得票低於選前之評估。這應該

是總統選戰後期，希望維持穩定的泛藍選民出現將選票集中在馬英九而放棄宋楚瑜的棄

保效應，並因此將立委選票集中在江啟臣身上。就同日選舉效應的角度來說，原本支持

親民黨及無黨籍候選人的泛藍選票，可能在最後階段受到總統選舉棄保效應的影響，而

回流到江啟臣。這是同日選舉對國民黨有利的案例。

選區 種類 民 進 黨 國 民 黨 親民黨及其他 

第八 
總統 蔡英文 47.10% 馬英九 49.86% 宋楚瑜 3.04% 

立委 郭俊銘 39.48% 江啟臣 44.77% 其他 3名 15.75% 

第六 
總統 蔡英文 45.24% 馬英九 51.65% 宋楚瑜 3.11% 

立委 林佳龍 51.78% 黄義交 45.49% 其他 5名 2.74% 

第三 
總統 蔡英文 47.17% 馬英九 49.70% 宋楚瑜 3.13% 

立委 童瑞陽 37.39% 楊瓊瓔 57.53% 其他 1名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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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江啟臣同樣情況的其他幾個選區，也就是因為部分選票可能流向同屬泛藍的無黨

籍候選人而陷入苦戰，但最後仍獲勝當選的國民黨候選人有：新北市第七選區的江惠

貞、新北市第十二選區的李慶華、彰化縣第一選區的王惠美。江惠貞、李慶華、王惠美

也是受惠於同日選舉效應。

台中市第六選區是由民進黨候選人林佳龍當選。這個選區的總統選舉結果是蔡英文

獲得了 45.24%的選票，馬英九為 51.65%，宋楚瑜為 3.11%，是國民黨占優勢的選

區。但是在立委選舉方面，林佳龍則以 51.78%的得票率擊敗了 45.49%的國民黨現任立

委黄義交。黄義交在 2008 年選舉時以 54.91%得票率獲得壓倒性勝利，但在 2012 年選

舉卻減少了 9.42 個百分點而敗選。蔡英文在此選區的得票率比謝長廷成長了 4.06 個百

分點，林佳龍的得票率則比 2008 年民進黨候選人的得票率成長了 8.57 個百分點。將此

數字與 2008 年投票情況相比較，可以發現投票率上升所增加的多數游離票被林佳龍所

獲得。同時也可以發現，該選區約 6.5%的選民將總統票投給馬英九，卻將立委選票投給

林佳龍的分裂投票現象。就此選區而言，同日選舉有利於民進黨的林佳龍。

而台中市的第三選區卻出現了與相鄰的第六選區相反的現象。第三選區的總統選舉

結果是蔡英文獲得 47.17%的選票，馬英九獲得 49.70%，宋楚瑜則為 3.13%，蔡與馬

只有些微差距。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則是國民黨的現任立委楊瓊瓔獲得 57.53%的選票

大勝了民進黨候選人童瑞陽的 37.39%與無黨籍候選人的 5.09%。也就是說，有相當比

率投票給蔡英文的選民，並未在區域立委選舉投給民進黨的童瑞陽，而是分裂投票給了

國民黨的楊瓊瓔，童瑞陽完全未受惠於同日選舉效應。楊瓊瓔連任立委四屆，平常努力

經營選區，基層實力堅強，不管是否同日選舉，楊瓊瓔都很有可能高票當選。而馬英九

的得票率比上一次總統大選少了 8.44 個百分點，比整體的平均減少幅度還要大。這顯示

即使國民黨提名強棒的區域立委候選人，對馬英九的得票並沒有助益。在此選區，是否

同日選舉並沒有影響選舉結果。

由此可知，同樣是台中市的相鄰選區，卻分別出現了有利於民進黨與有利於國民黨



28　2012 年台灣二合一選舉之分析：同日選舉效應和分裂投票

的分裂投票現象。林佳龍在 2005 年出馬競選台中市長落選後，仍持續經營選區，獲得

一部分國民黨支持者的支持。而楊瓊瓔平日在選區的活動，連一部分民進黨支持者也予

以肯定。藍緑色彩鮮明的選民，不管是否是同日選舉，都會投給特定黨派的候選人。反

觀中間選民會仔細考慮後再投票，不受到同日舉辦的另一個選舉的影響。台灣選民的投

票行為，可以說具有深奧的意涵。

伍、嘉義縣第一選區的案例

本節將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台灣選民如何投出區域立委、不分區政黨票、以及總統選

舉之三票。筆者以在 2008 年與 2012 年的選舉中，發生最大規模分裂投票的選區嘉義縣

第一為案例，來分析三種選舉與分裂投票的關聯性，以及其與分裂投票的投票行為的機

制。

圖 2　嘉義縣第一選區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数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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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一選區選出的翁重鈞原本是國民黨地方派系黄派的主要人物，與陳明文所

率領的林派相抗衡。陳明文在陳水扁時代投靠民進黨，林派即與民進黨嘉義縣黨部合而

為一，並掌握縣政府。黄派的派系凝聚力則逐漸弱化，嘉義縣地方政治即由地方派系對

抗型轉型成為政黨對抗型。但翁重鈞擁有以嘉義縣沿海地區為中心之有力的後援會組

織。

在 2008 年區域立委選舉，翁重鈞以壓倒性的勝利擊敗了民進黨的蔡啟芳，兩人得

票數分別為 75489 票與 55860 票，約有兩萬票的差距。在 2012 年選舉時，民進黨提

名了蔡啟芳之子蔡易餘，蔡易餘的得票雖然大幅度增加了 16726 票，但翁重鈞仍獲得

73481 票，蔡易餘以 895 票的些微差距敗選，翁重鈞連任成功。

表 4　2008年嘉義縣第一選區得票率      　　表 5　2012年嘉義縣第一選區得票率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表 4》是 2008 年嘉義縣第一選區的三項選舉的投票結果。不分區政黨得票率方

面，國民黨的政黨得票率只有 43.72%，但區域立委候選人翁重鈞的得票率卻有

57.47%，相差了 13.75 個百分點。以票數來說，國民黨在不分區的得票數為 55097

票，翁重鈞的得票數為 75489 票，相差了 20392 票。

接著筆者將以嘉義縣第一選區的不分區各黨得票率來計算翁重鈞的選票是從何處得

來。在提名不分區立委的政黨之中，新黨（得票率為 0.9%）、台灣農民黨（1.01%）、

無黨團結聯盟（0.67%）、紅黨（0.64%）、客家黨（0.28%）、公民黨（1.27%）的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其他 

區域 42.53% 57.47% 0.00% 

不分區 45.34% 43.72% 10.94% 

總統選舉 55.25% 44.75% 0.00%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其他 

區域 49.69% 50.31% 0.00% 

不分區 43.65% 34.89% 21.46% 

總統選舉 58.76% 38.8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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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小黨屬於泛藍陣營，我們可以判斷，投給這些小黨的選民在區域立委選舉時，應該

會將票投給國民黨候選人翁重鈞，而這些泛藍陣營的小黨的得票數合計為 6025 票，加

上國民黨政黨得票數的 55097 票後為 61122 票，這可以視為是泛藍陣營在這個選區的

基本盤。但實際上翁重鈞的得票數比此數字來多出 14367 票。我們可以判斷，造成這個

差距的原因是因為部分在不分區方面票投給民進黨、台聯、第三社會黨、綠黨等泛緑各

黨的支持者，在區域立委選舉中將票投給翁，14367 票即是分裂投票的票數。

翁重鈞的選民支持結構可以彙整成為《圖 3》。翁重鈞的得票之中，來自國民黨支持

者的比率為 73.0%，泛藍小黨支持者有 8.0%，泛緑支持者為 19.0%。翁重鈞如此引發

分裂投票，是其能夠在緑營占優勢的選區當選的原因。

圖 3　 翁重鈞候選人得票來源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繪製

《表 5》是 2012 年的選舉結果，這個數字反映出國民黨陷入了苦戰。但即使是國民

黨在嘉義縣第一選區的政黨得票率從 43.72%下滑到 34.89%，翁重鈞仍然獲得了

50.31%的得票率，超過國民黨不分區政黨得票率達 15.42 個百分點。親民黨支持者在

區域立委選舉雖然不見得是自願將選票投給翁重鈞，但如果將投給親民黨的政黨票視為

泛藍陣營來計算。被視為屬於泛藍陣營的新黨（0.45%）、親民黨（4.06%）、台灣國

民會議（1.34%）、健保免費連線（1.13%）、中華民國臺灣基本法連線（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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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義黨（0.35%） 六個政黨的得票數為 10889 票。此數字與國民黨得票數 50536

加以合計為 61425 票，即是泛藍陣營基本票。翁重鈞的得票數則較此數字多出了 12056

票，這就是綠營支持者投給翁的分裂投票票數。

分析了翁重鈞在 2012 年選舉時的得票来源可以發現，翁重鈞的得票結構之中，來

自國民黨支持者為 68.8%、泛藍小黨支持者 14.8%、泛緑支持者 16.4%。這裡雖然將親

民黨的所有政黨票列入泛藍選票，但實際上應該並非如此，因此泛藍小黨支持者投給翁

重鈞的比率可能會比 14.8%少，而泛緑支持者的比率可能會比 16.4%多。2008 年與

2012 年兩次選舉的外部環境大不相同。此選區的投票率從 2008 年的 66.36%上升到

2012 年的 73.81%，成長 7.45 個百分點，有効票數增加 14718 票，這是同日選舉造成

立委選舉投票率大幅上昇的結果。另一方面，翁重鈞得票數中的分裂投票數，雖然從

2008 年的 14367 票減少為 2012 年的 12056 票，但依然維持著高水準的數字，顯示國

民黨在這次整體的選戰中陷入苦戰，而翁重鈞卻依然維持著吸引泛綠陣營支持者的影響

力。

其次分析立委選舉與總統選舉的關連性。2008 年的總統選舉是在立委選舉結束的兩

個月後實施。馬英九在嘉義縣第一選區的得票數為 65073 票，得票率為 44.75%。而翁

重鈞的得票數為 75489，得票率為 57.47%。把翁與馬的得票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翁的

得票數比馬高出 10416 票，得票率亦高出了 12.72 個百分點。在嘉義縣第一選區兩個選

舉的投票率為區域立委的 66.36%與總統選舉的 72.08%。但令人驚訝的是，立委選舉的

投票率低於總統選舉，但翁的得票數卻比馬高出了一萬票。

嘉義縣第一選區的 2012 年區域立委選舉投票率為 73.81%，總統選舉投票率為

73.70%。由於是同日選舉，投票率幾乎相同。而馬英九在此選區的得票數為 57817

票，得票率為 38.85%。翁重鈞的得票數為 73481，得票率 50.31%。將翁與馬做比較

可以發現，翁的得票數比馬高出了 15664 票，得票率高出了 11.46 個百分點。如同《表

5》所示，嘉義縣第一選區蔡英文與馬英九的對決，蔡以 58.76%的得票率壓倒性的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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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 38.85%。若只是依賴國民黨的基本盤，翁重鈞是無法當選的。

那麼同日選舉帶來了什麼影響？2008 年與 2012 年總統選舉相較的話，我們可以發

現嘉義縣是投票率唯一沒有減少的縣市（上升 0.16 個百分點）。但即使同樣是嘉義縣，

第一選區與第二選區的情況仍有所不同。第一選區的總統選舉投票率從 2008 年 72.08%

上升為 2012 年 73.70%，增加 1.63 個百分點。而第二選區的總統選舉投票率則從

2008 年 72.53%下滑到 2012 年 71.38%，減少 1.15 個百分點。在第一選區中，蔡英

文的得票率比謝長廷成長了 3.51 個百分點，但是卻比蔡英文在台灣整體成長幅度的

4.08 個百分點還低。總之，在嘉義縣第一選區，投票率雖然上昇，但蔡英文選票的成長

卻不明顯，此一案例可以說是一般認為「因為投票率下降，所以蔡英文的得票率未成

長」說法的反証。

我們很難說因為蔡英文人気暴增而帶動了蔡易餘選票的增加。反之，我們也不能說

由於蔡易餘與翁重鈞的選戰激烈而帶動蔡英文得票的成長。但是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結

論，就是同日選舉對民進黨區域立委候選人的得票結構造成非常大的影響。雖然看不出

來立委選舉（蔡易餘）與總統選舉（蔡英文）的相乘作用，而且翁重鈞仍然吸引到綠營

的選票，但是投票率上升卻對蔡易餘造成了加分的效果。由於投票率上升，出現了許多

翁重鈞後援會平時能掌握的組織票以外的選票，對這些選票也不能使用傳統方式固票。

而地方派系型的翁重鈞對中間選民而言並不具有魅力。以前沒有去投票而這次去投票的

選民當中應有相當程度的將票投給蔡易餘。若非同日選舉，擁有後援會堅定選票支持的

翁重鈞將會輕鬆獲勝。從台灣整體的選情來看，嘉義縣第一選區是個極端的案例，但因

為出現了同日選舉效應與分裂投票的激烈競合關係，而成為了分析兩者關係的絕佳案

例。



台灣民主化下的兩岸關係與台日關係　33

陸、結論

2012 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是同一天舉行的二合一選舉，而馬英九連任成功，國

民黨也維持過半數席次，因而出現了同日選舉有利於國民黨的見解。一部份日本媒體引

用國民黨輔選幹部的話指出：「因為黨的組織力發揮作用，對我們有利」，並因此評

論：「同日選舉對國民黨有利」（『朝日新聞』2012 年 1 月 16 日），但是從投票結果

加以検討後，我們發現這個說法是沒有足夠根據的。從宏觀面來看，馬英九及蔡英文兩

位總統候選人在各個選區的得票率變動幅度非常小，幾乎沒有受到各別區域立委候選人

選情的影響。同日選舉最明顯的效應，其實是區域立委選舉投票率上昇對於特定候選人

造成的正反面的影響。

在綠營占優勢選區之中，國民黨的林益世（高雄市第二）、鍾紹和（高雄市第

一）、林建榮（宜蘭縣）、江義雄（嘉義市）、李乾龍（新北市第三）五名候選人本來

擁有能造成分裂投票而當選的實力，但因為投票率提昇而以些微差距落選。他們可以說

是同日選舉的「犠牲品」。反之民進黨的邱志偉、邱議瑩、陳歐珀、李俊俋、高志鵬五

名候選人即使部分選票被對手挖走，但爭取到了因為高投票率增加的綠營游離票而當選

了，可以說是同日選舉的受惠者。

在藍營占優勢選區也有因為投票率上升而吸收到藍營游離票而當選的民進黨候選

人，如劉櫂豪（台東縣）、蔡其昌（台中市第一）、楊曜（澎湖縣）、林佳龍（台中市

第六）、何欣純（台中市第七）、魏明谷（彰化縣第四）。這六名候選人是由總統選舉

投給馬英九、區域立委投給民進黨的分裂投票而當選的案例。

總結以上的分析，民進黨有十一名區域立委候選人受恵於同日選舉效應而當選。而

受惠於同日選舉而當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則只有江啟臣（台中市第八）、江惠貞（新北市

第七）、李慶華（新北市第十二）、王惠美（彰化縣第一）四名。根據七十三個選區的

調查結果，我們可以作出結論：因為同日選舉而受惠的區域立委是民進黨多於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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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民黨雖然因為同日選舉而在選舉議題設定、政策辯論方面佔有優勢，但其所付

出的代價卻很大。對國民黨有利的同日選舉效應不在於選區層次，而應該從選舉議題之

設定、政策辯論等中央層次的效果加以論述。同日選舉效應與分裂投票之相互競合，即

使是在下一次 2016 年選舉，也將會成為注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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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2008年七十三個選區中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與總統候選人得票率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
其他 謝長廷 馬英九 民進黨候選人

－謝長廷
國民黨候選人
－馬英九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 其他

第01選區 38.79% 59.82% 1.39% 40.61% 59.39% - 1.82% 0.43% 高建智 丁守中 他2名
第02選區 45.79% 52.40% 1.81% 47.96% 52.04% - 2.17% 0.36% 王世堅 周守訓 周奕成 -
第03選區 38.44% 60.26% 1.30% 37.61% 62.39% 0.83% - 2.13% 郭正亮 蒋孝嚴 他3名
第04選區 35.45% 62.25% 2.30% 35.23% 64.77% 0.22% - 2.52% 徐國勇 蔡正元 他4名
第05選區 40.95% 58.24% 0.81% 39.08% 60.92% 1.87% - 2.68% 段宜康 林郁方 他4名
第06選區 32.46% 66.80% 0.74% 31.41% 68.59% 1.05% - 1.79% 羅文嘉 李慶安 他6名
第07選區 31.85% 65.79% 2.36% 34.55% 65.45% - 2.70% 0.35% 田欣 費鴻泰 他5名
第08選區 26.36% 71.82% 1.83% 28.54% 71.46% - 2.18% 0.35% 周柏雅 賴士葆 他5名
第01選區 39.83% 58.38% 1.78% 38.30% 61.70% 1.53% - 3.31% 李顯榮 呉育昇 他4名
第02選區 43.17% 39.93% 16.90% 46.91% 53.09% - 3.74% - 13.17% 林淑芬 柯淑敏 林志嘉 他1名
第03選區 49.51% 48.25% 2.24% 46.62% 53.38% 2.89% - 5.13% 余天 朱俊曉 他3名
第04選區 47.13% 51.73% 1.13% 43.42% 56.58% 3.71% - 4.85% 呉秉叡 李鴻鈞 他2名
第05選區 46.83% 52.32% 0.84% 42.72% 57.28% 4.11% - 4.96% 廖本煙 黃志雄 他3名
第06選區 42.66% 56.94% 0.40% 42.95% 57.05% - 0.29% - 0.11% 王淑慧 林鴻池 他1名
第07選區 41.61% 55.83% 2.56% 41.47% 58.53% 0.14% - 2.71% 莊碩漢 呉清池 他2名
第08選區 39.66% 59.55% 0.79% 33.36% 66.64% 6.30% - 7.09% 趙永清 張慶忠 他1名
第09選區 - 69.61% 30.39% 27.64% 72.36% #VALUE! - 2.75% none 林德福 周倪安 他2名
第10選區 39.37% 60.11% 0.52% 39.85% 60.15% - 0.48% - 0.04% 李文忠 盧嘉辰 他1名
第11選區 28.76% 69.70% 1.54% 29.55% 70.45% - 0.78% - 0.76% 陳永福 羅明才 他3名
第12選區 38.25% 51.96% 9.79% 37.49% 62.51% 0.76% - 10.55% 陳朝龍 李慶華 廖學廣 他1名

基隆市 単一選區 28.58% 67.79% 3.63% 32.27% 67.73% - 3.68% 0.06% 游祥耀 謝國樑 他2名
第01選區 36.80% 61.77% 1.44% 38.29% 61.71% - 1.49% 0.06% 李鎮楠 陳根徳 他2名
第02選區 44.91% 54.57% 0.52% 39.92% 60.08% 4.99% - 5.51% 郭榮宗 廖正井 他1名
第03選區 36.32% 63.22% 0.46% 32.19% 67.81% 4.14% - 4.59% 彭添富 呉志揚 他1名
第04選區 37.07% 62.43% 0.50% 37.00% 63.00% 0.07% - 0.57% 黃宗源 楊麗環 他1名
第05選區 30.95% 63.77% 5.28% 31.18% 68.82% - 0.23% - 5.05% 李月琴 朱鳳芝 劉俊儀 他1名
第06選區 32.40% 65.03% 2.57% 33.46% 66.54% - 1.06% - 1.51% 邱創良 孫大千 姚吉鴻 -

桃園縣

立法委員候選人兩者差距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
縣市 選區

台北市

新北市



續上表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
其他 謝長廷 馬英九 民進黨候選人

－謝長廷
國民黨候選人
－馬英九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 其他

新竹縣 単一選區 - 66.52% 33.48% 25.98% 74.02% #VALUE! - 7.49% none 邱鏡淳 徐欣瑩 他1名
新竹市 単一選區 38.12% 60.62% 1.26% 35.30% 64.70% 2.82% - 4.08% 鄭宏輝 呂學樟 他1名

第01選區 41.98% 58.02% 0.00% 35.43% 64.57% 6.56% - 6.56% 杜文卿 李乙廷 -
第02選區 14.90% 83.69% 1.41% 23.38% 76.62% - 8.47% 7.07% 詹運喜 国民黨2名 他3名
第01選區 46.40% 53.60% 0.00% 41.25% 58.75% 5.15% - 5.15% 蔡其昌 劉銓忠 -
第02選區 29.55% - 70.45% 40.34% 59.66% - 10.79% #VALUE! 劉瑞龍 none 顏清標 他1名
第03選區 42.31% 57.69% 0.00% 41.86% 58.14% 0.45% - 0.45% 郭俊銘 楊瓊瓔 -
第04選區 38.71% 61.29% 0.00% 36.77% 63.23% 1.94% - 1.94% 蔡明憲 蔡錦隆 -
第05選區 36.07% 57.08% 6.85% 37.06% 62.94% - 0.99% - 5.86% 謝明源 盧秀燕 沈智慧 他1名
第06選區 43.21% 54.91% 1.88% 41.18% 58.82% 2.03% - 3.91% 何敏豪 黃義交 他3名
第07選區 45.04% 54.96% 0.00% 40.94% 59.06% 4.10% - 4.10% 簡肇棟 江連福 -
第08選區 - 64.00% 36.00% 41.61% 58.39% #VALUE! 5.61% none 徐中雄 高基讚 -
第01選區 32.88% 67.12% 0.00% 36.03% 63.97% - 3.15% 3.15% 林耘生 呉敦義 -
第02選區 41.26% 57.93% 0.81% 39.76% 60.24% 1.49% - 2.31% 湯火聖 林明溱 他1名
第01選區 21.08% 44.97% 33.96% 43.33% 56.67% - 22.25% - 11.70% 柯金德 陳秀卿 陳進丁 -
第02選區 36.85% 60.03% 3.12% 40.33% 59.67% - 3.48% 0.36% 邱創進 林滄敏 林招膨 -
第03選區 30.84% 45.33% 23.82% 43.78% 56.22% - 12.94% - 10.88% 林重謨 鄭汝芬 楊宗哲 -
第04選區 37.09% 41.26% 21.65% 42.11% 57.89% - 5.02% - 16.63% 江昭儀 蕭景田 陳朝容 他1名
第01選區 42.18% 56.24% 1.58% 52.03% 47.97% - 9.85% 8.27% 陳憲中 張嘉郡 他2名
第02選區 38.29% 49.11% 12.59% 51.08% 48.92% - 12.78% 0.19% 劉建國 張碩文 尹伶瑛 他3名
第01選區 42.53% 57.47% 0.00% 55.25% 44.75% - 12.72% 12.72% 蔡啓芳 翁重鈞 -
第02選區 57.05% 42.12% 0.82% 53.71% 46.29% 3.34% - 4.17% 張花冠 涂文生 他1名

嘉義市 単一選區 40.08% 46.70% 13.22% 47.61% 52.39% - 7.53% - 5.69% 莊和子 江義雄 凌子楚 他1名
第01選區 54.57% 44.74% 0.68% 59.24% 40.76% - 4.66% 3.98% 葉宜津 洪玉欽 他1名
第02選區 59.17% - 40.83% 58.10% 41.90% 1.06% #VALUE! 黃偉哲 none 李和順 -
第03選區 50.27% 49.73% 0.00% 51.67% 48.33% - 1.39% 1.39% 陳亭妃 王昱婷 -
第04選區 51.64% 48.36% 0.00% 46.89% 53.11% 4.76% - 4.76% 賴清德 高思博 -
第05選區 52.66% 47.34% 0.00% 51.51% 48.49% 1.16% - 1.16% 李俊毅 呉健保 -

苗栗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市

台中市

台中市

立法委員候選人兩者差距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

南投縣

縣市 選區



續上表

說明：背景塗成灰色表示當選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
其他 謝長廷 馬英九 民進黨候選人

－謝長廷
國民黨候選人
－馬英九 民進黨 國民黨 無黨籍 其他

第01選區 45.68% 53.56% 0.76% 52.36% 47.64% - 6.68% 5.92% 顔文章 鍾紹和 他1名
第02選區 42.61% 55.27% 2.12% 52.58% 47.42% - 9.97% 7.85% 余政憲 林益世 他1名
第03選區 41.17% 58.30% 0.53% 42.77% 57.23% - 1.60% 1.07% 姚文智 黃昭順 他1名
第04選區 45.14% 43.00% 11.86% 54.48% 45.52% - 9.34% - 2.51% 陳啓昱 呉光訓 徐慶煌 他3名
第05選區 50.54% 48.85% 0.61% 51.18% 48.82% - 0.64% 0.03% 管碧玲 羅世雄 他3名
第06選區 42.71% 49.14% 8.15% 49.03% 50.97% - 6.32% - 1.83% 李昆澤 侯彩鳳 林進興 他3名
第07選區 46.61% 51.33% 2.06% 47.88% 52.12% - 1.26% - 0.79% 黃昭輝 李復興 他3名
第08選區 48.46% 50.23% 1.32% 46.92% 53.08% 1.54% - 2.86% 林岱樺 江玲君 他4名
第09選區 51.98% 46.02% 2.00% 52.13% 47.87% - 0.15% - 1.85% 郭玟成 林國正 他4名
第01選區 46.91% - 53.09% 52.63% 47.37% - 5.73% #VALUE! 蘇震清 none 蔡豪 他4名
第02選區 43.17% 56.83% 0.00% 46.89% 53.11% - 3.72% 3.72% 李世斌 王進士 -
第03選區 51.31% 43.00% 5.70% 51.02% 48.98% 0.29% - 5.99% 潘孟安 蘇清泉 周碧雲 -

宜蘭縣 単一選區 45.87% 53.13% 1.00% 48.58% 51.42% - 2.71% 1.71% 陳金德 林建榮 他1名
花蓮縣 単一選區 28.88% 66.40% 4.72% 22.52% 77.48% 6.36% - 11.08% 盧博基 傅崑萁 他4名
台東縣 単一選區 - 61.09% 38.91% 26.68% 73.32% #VALUE! - 12.23% none 黃健庭 許志雄 他1名
澎湖縣 単一選區 39.77% - 60.23% 42.07% 57.93% - 2.30% #VALUE! 陳光復 none 林炳坤 他2名
金門縣 単一選區 1.62% 37.04% 61.34% 4.87% 95.13% - 3.25% - 58.09% 唐惠霈 呉成典 陳福海 他3名
連江縣 単一選區 3.24% 49.73% 47.04% 4.84% 95.16% - 1.60% - 45.44% 曹成俤 曹爾忠 林惠官 -

屏東縣

立法委員候選人兩者差距總統選舉立法委員選舉

高雄市

縣市 選區



附表B：2012年七十三個選區中區域立委候選人得票率與總統候選人得票率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無黨籍
其他 蔡英文 馬英九 宋楚瑜 民進黨候選

人－蔡英文
國民黨候選人
－馬英九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無黨籍 其他

第01選區 40.56% 55.65% 2.34% 43.16% 54.45% 2.39% - 2.60% 1.20% 楊烈 丁守中 - - 他３名
第02選區 50.05% 48.48% 0.69% 50.22% 47.34% 2.43% - 0.17% 1.14% 姚文智 周守訓 - - 他３名
第03選區 42.31% 56.07% 1.62% 39.74% 57.60% 2.66% 2.57% - 1.53% 簡余晏 羅淑蕾 - - 他１名
第04選區 33.85% 48.23% 17.16% 0.76% 37.76% 59.59% 2.65% - 3.91% - 11.36% 李建昌 蔡正元 黃珊珊 - 他１名
第05選區 42.43% 55.25% 0.80% 41.91% 55.44% 2.65% 0.52% - 0.19% 顔聖冠 林郁方 - - 他５名
第06選區 29.94% 60.03% 6.62% 0.20% 34.11% 63.30% 2.59% - 4.17% - 3.27% 趙士強 蔣乃辛 陳振盛 - 他６名
第07選區 - 62.97% 24.00% 37.38% 60.01% 2.61% #VALUE! 2.96% none 費鴻泰 - 潘翰聲 他３名
第08選區 29.01% 63.43% 5.08% 0.49% 31.34% 65.98% 2.68% - 2.33% - 2.55% 阮昭雄 賴士葆 李敖 - 他２名
第01選區 42.44% 50.78% 4.41% 2.37% 42.55% 54.54% 2.91% - 0.11% - 3.76% 何博文 呉育昇 余宗珮 - 他１名
第02選區 58.73% 39.51% 0.67% 51.44% 45.93% 2.63% 7.29% - 6.42% 林淑芬 錢薇娟 - - 他３名
第03選區 49.26% 48.74% 0.55% 51.17% 46.02% 2.81% - 1.91% 2.72% 高志鵬 李乾龍 - - 他２名
第04選區 46.60% 51.08% 1.40% 48.81% 48.50% 2.69% - 2.21% 2.58% 林濁水 李鴻鈞 - - 他２名
第05選區 45.69% 52.78% 0.32% 47.43% 49.70% 2.87% - 1.74% 3.08% 廖本煙 黃志雄 - - 他２名
第06選區 45.85% 53.39% 0.76% 47.09% 50.27% 2.65% - 1.24% 3.12% 周雅淑 林鴻池 - - 他１名
第07選區 42.82% 44.31% 12.87% 45.89% 51.32% 2.79% - 3.07% - 7.01% 羅致政 江惠貞 - 曾文振 -
第08選區 39.78% 48.22% 10.97% 37.47% 59.64% 2.89% 2.31% - 11.42% 江永昌 張慶忠 - 邱珮琳 他１名
第09選區 27.56% 48.84% 23.30% 31.34% 65.68% 2.98% - 3.78% - 16.84% 許又銘 林德福 - 雷倩 他１名
第10選區 43.39% 47.67% 4.58% 44.78% 52.44% 2.79% - 1.39% - 4.77% 莊碩漢 盧嘉辰 - - 他３名
第11選區 33.43% 66.57% 32.86% 64.25% 2.89% 0.57% 2.32% 高建智 羅明才 - - -
第12選區 35.91% 42.08% 21.11% 42.20% 54.95% 2.85% - 6.29% - 12.87% 沈發惠 李慶華 - 羅福助 他１名

基隆市 単一選區 40.17% 52.39% 5.86% 36.77% 59.29% 3.94% 3.40% - 6.90% 林右昌 謝國樑 張耿輝 他２名
第01選區 44.65% 55.35% 42.72% 54.39% 2.89% 1.93% 0.96% 鄭文燦 陳根徳 - - -
第02選區 49.79% 50.21% 44.61% 52.50% 2.89% 5.18% - 2.29% 郭榮宗 廖正井 - - -
第03選區 39.92% 53.85% 5.41% 0.81% 36.42% 60.65% 2.93% 3.50% - 6.80% 黃仁杼 陳學聖 劉文雄 - 他１名
第04選區 40.65% 58.20% 0.46% 41.07% 56.01% 2.91% - 0.42% 2.19% 黃適卓 楊麗環 - - 他２名
第05選區 35.13% 45.30% 9.03% 36.11% 60.87% 3.02% - 0.98% - 15.57% 彭添富 呂玉玲 - 劉邦鉉 他４名
第06選區 - 60.35% 31.28% 37.85% 59.10% 3.05% #VALUE! 1.25% none 孫大千 - 胡鎮埔 他１名

縣市 選舉區
立法委員選舉 總統選舉 立法委員候選人兩者差距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續上表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無黨籍
其他 蔡英文 馬英九 宋楚瑜 民進黨候選

人－蔡英文
國民黨候選人
－馬英九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無黨籍 其他

新竹縣 単一選區 37.05% 61.70% 0.71% 30.93% 65.76% 3.31% 6.12% - 4.06% 彭紹瑾 徐欣瑩 - 傅家賢 他１名
新竹市 単一選區 41.85% 53.27% 3.23% 39.49% 57.43% 3.08% 2.36% - 4.16% 張學舜 呂學樟 - - 他４名

第01選區 38.50% 56.82% 1.44% 39.60% 57.58% 2.82% - 1.10% - 0.76% 杜文卿 陳超明 - - 他２名
第02選區 28.35% 71.65% 27.59% 69.31% 3.10% 0.76% 2.34% 楊長鎮 徐耀昌 - - -
第01選區 54.54% 43.70% 1.76% 46.69% 50.61% 2.70% 7.85% - 6.91% 蔡其昌 陳添旺 - - 他１名
第02選區 40.20% - 59.80% 45.31% 51.48% 3.21% - 5.11% #VALUE! 李順涼 none - 顏清標 -
第03選區 37.39% 57.53% 5.09% 47.17% 49.70% 3.13% - 9.78% 7.83% 童瑞陽 楊瓊瓔 - - 他１名
第04選區 46.34% 51.11% 0.55% 40.71% 56.01% 3.28% 5.63% - 4.90% 張廖萬堅 蔡錦隆 - - 他２名
第05選區 40.92% 57.87% 1.22% 41.03% 55.65% 3.32% - 0.11% 2.22% 謝明源 盧秀燕 - - 他１名
第06選區 51.78% 45.49% 0.27% 45.24% 51.65% 3.11% 6.54% - 6.16% 林佳龍 黃義交 - - 他５名
第07選區 50.30% 46.00% 3.47% 0.23% 46.02% 50.66% 3.33% 4.28% - 4.66% 何欣純 鄭麗文 段緯宇 - 他１名
第08選區 39.48% 44.77% 9.58% 5.67% 47.10% 49.86% 3.04% - 7.62% - 5.09% 郭俊銘 江啓臣 陳清龍 車淑娟 他１名
第01選區 38.55% 60.27% 1.18% 40.45% 56.66% 2.89% - 1.90% 3.61% 張國鑫 馬文君 - - 他１名
第02選區 45.68% 54.32% 44.12% 52.77% 3.11% 1.56% 1.55% 賴燕雪 林明溱 - - -
第01選區 34.99% 35.23% 28.26% 47.54% 49.35% 3.11% - 12.55% - 14.12% 陳進丁 王惠美 - 林益邦 他１名
第02選區 44.53% 55.47% 44.06% 52.90% 3.05% 0.47% 2.57% 黃秀芳 林滄敏 - - -
第03選區 44.10% 55.90% 48.00% 49.40% 2.60% - 3.90% 6.50% 江昭儀 鄭汝芬 - - -
第04選區 50.24% 49.76% 46.27% 50.76% 2.96% 3.97% - 1.00% 魏明谷 蕭景田 - - -
第01選區 49.56% 50.44% 56.20% 41.31% 2.50% - 6.64% 9.13% 李進勇 張嘉郡 - - -
第02選區 60.98% 37.10% 1.92% 55.46% 42.00% 2.54% 5.52% - 4.90% 劉建國 許舒博 - - 他１名
第01選區 49.69% 50.31% 58.76% 38.85% 2.40% - 9.07% 11.46% 蔡易餘 翁重鈞 - - -
第02選區 55.20% 44.80% 58.42% 39.23% 2.36% - 3.22% 5.57% 陳明文 陳以真 - - -

嘉義市 単一選區 48.82% 48.53% 2.65% 51.04% 46.27% 2.69% - 2.22% 2.26% 李俊俋 江義雄 - - 他１名
第01選區 63.09% 24.28% 12.64% 63.62% 34.05% 2.33% - 0.53% - 9.77% 葉宜津 歐崇敬 李宗智 - -
第02選區 68.08% 29.61% 1.16% 62.88% 34.84% 2.28% 5.20% - 5.23% 黃偉哲 周賜海 - - 他２名
第03選區 61.67% 37.23% 1.10% 56.19% 41.28% 2.53% 5.48% - 4.05% 陳亭妃 謝龍介 - - 他１名
第04選區 53.03% 46.97% 51.02% 46.40% 2.58% 2.01% 0.57% 許添財 蘇俊賓 - - -
第05選區 52.23% 46.25% 1.52% 55.91% 41.46% 2.62% - 3.68% 4.79% 陳唐山 李全教 - - 他１名

縣市 選舉區
立法委員選舉 總統選舉 立法委員候選人兩者差距

苗栗縣

台中市

台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市



續上表

說明：背景塗成灰色表示當選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無黨籍
其他 蔡英文 馬英九 宋楚瑜 民進黨候選

人－蔡英文
國民黨候選人
－馬英九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無黨籍 其他

第01選區 54.32% 45.69% 56.77% 40.75% 2.48% - 2.45% 4.94% 邱議瑩 鍾紹和 - - -
第02選區 50.42% 48.38% 1.20% 56.24% 41.07% 2.70% - 5.82% 7.31% 邱志偉 林益世 - - 他１名
第03選區 46.10% 48.72% 3.52% 1.66% 46.55% 51.05% 2.40% - 0.45% - 2.33% 林瑩蓉 黃昭順 黎建南 - 他１名
第04選區 64.82% 33.96% 1.22% 58.60% 39.02% 2.38% 6.22% - 5.06% 林岱樺 邱于軒 - - 他１名
第05選區 55.75% 42.94% 0.56% 54.25% 43.54% 2.21% 1.50% - 0.60% 管碧玲 羅世雄 - - 他２名
第06選區 52.80% 47.20% 52.44% 45.27% 2.29% 0.36% 1.93% 李昆澤 侯彩鳳 - - -
第07選區 53.37% 45.25% 1.01% 50.69% 46.96% 2.35% 2.68% - 1.71% 趙天麟 邱毅 - - 他２名
第08選區 51.97% 44.94% 1.53% 50.68% 46.82% 2.50% 1.29% - 1.88% 許智傑 江玲君 - - 他３名
第09選區 32.25% 38.43% 26.64% 56.14% 41.72% 2.14% - 23.89% - 3.29% 郭玟成 林國正 - 陳致中 他２名
第01選區 58.21% 33.96% 6.43% 57.24% 40.80% 1.96% 0.97% - 6.84% 蘇震清 羅志明 - - 他２名
第02選區 48.50% 51.50% 51.07% 46.84% 2.09% - 2.57% 4.66% 李世斌 王進士 - - -
第03選區 66.65% 32.24% 1.11% 56.90% 41.34% 1.76% 9.75% - 9.10% 潘孟安 龔瑞維 他１名

宜蘭縣 単一選區 51.69% 48.31% 52.53% 44.89% 2.59% - 0.84% 3.42% 陳歐珀 林建榮 - - -
花蓮縣 単一選區 25.89% 44.71% 27.88% 25.94% 70.30% 3.76% - 0.05% - 25.59% 賴坤成 王廷升 - 張智超 他１名
台東縣 単一選區 41.60% 29.61% 24.97% 30.50% 66.47% 3.02% 11.10% - 36.86% 劉櫂豪 饒慶鈴 - 呉俊立 他２名
澎湖縣 単一選區 53.44% - 46.56% 45.65% 49.76% 4.59% 7.79% #VALUE! 楊曜 none - 林炳坤 -
金門縣 単一選區 - 32.96% 32.15% 28.30% 8.22% 89.24% 2.55% #VALUE! - 56.28% none 楊應雄 陳福海 呉成典 他２名
連江縣 単一選區 - 46.69% 49.99% 8.03% 86.61% 5.36% #VALUE! - 39.92% none 曹爾忠 - 陳雪生 陳財能

縣市 選舉區
立法委員選舉 總統選舉 立法委員候選人兩者差距

高雄市

屏東縣



42　2012 年台灣二合一選舉之分析：同日選舉效應和分裂投票

附表C：2012年七十三個選區中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與區域立委候選人

得票率成長幅度(與 2008年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縣市 選區 蔡英文得票
率成長幅度

民進黨候選
人得票率成
長幅度

縣市 選區 蔡英文得票
率成長幅度

民進黨候選
人得票率成
長幅度

第01選區 2.54 1.77 第01選區 4.42 5.67

第02選區 2.27 4.26 第02選區 4.36 4.42

第03選區 2.12 3.87 第01選區 4.21 13.91

第04選區 2.54 - 1.60 第02選區 3.72 7.68

第05選區 2.83 1.48 第03選區 4.22 13.26

第06選區 2.70 - 2.52 第04選區 4.17 13.15

第07選區 2.83 - 第01選區 4.17 7.38

第08選區 2.81 2.65 第02選區 4.38 22.69

第01選區 4.25 2.61 第01選區 3.50 7.16

第02選區 4.54 15.56 第02選區 4.71 - 1.85

第03選區 4.55 - 0.25 嘉義市 単一選區 3.43 8.74

第04選區 5.39 - 0.53 第01選區 4.38 8.52

第05選區 4.71 - 1.14 第02選區 4.78 8.91

第06選區 4.14 3.19 第03選區 4.52 11.40

第07選區 4.42 1.21 第04選區 4.13 1.39

第08選區 4.11 0.12 第05選區 4.41 - 0.43

第09選區 3.70 - 第01選區 4.42 8.64

第10選區 4.92 4.02 第02選區 3.66 7.81

第11選區 3.31 4.67 第03選區 3.78 4.93

第12選區 4.71 - 2.34 第04選區 4.12 19.68

基隆市 単一選區 4.50 11.59 第05選區 3.07 5.21

第01選區 4.43 7.85 第06選區 3.41 10.09

第02選區 4.69 4.88 第07選區 2.81 6.76

第03選區 4.23 3.60 第08選區 3.76 3.51

第04選區 4.07 3.58 第09選區 4.01 - 19.73

第05選區 4.93 4.18 第01選區 4.61 11.30

第06選區 4.39 - 第02選區 4.18 5.33

新竹縣 単一選區 4.95 - 第03選區 5.88 15.34

新竹市 単一選區 4.18 3.73 宜蘭縣 単一選區 3.95 5.82

第01選區 4.17 - 3.48 花蓮縣 単一選區 3.42 - 2.99

第02選區 4.22 13.45 台東縣 単一選區 3.83 -

第01選區 5.43 8.14 澎湖縣 単一選區 3.59 13.67

第02選區 4.97 10.65 金門縣 単一選區 3.34 -

第03選區 5.31 - 4.92 連江縣 単一選區 3.20 -

第04選區 3.94 7.63 4.08 5.45

第05選區 3.97 4.85 0.77 6.46

第06選區 4.06 8.57

第07選區 5.08 5.26

第08選區 5.50 -

台中市

屏東縣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苗栗縣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STANDARD DEVIATION

CORRELATION 0.14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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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2012年七十三個選區中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與區域立委候選人

得票率成長幅度(與 2008年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自行製表

縣市 選區 馬英九得票
率成長幅度

國民黨候選
人得票率成
長幅度

縣市 選區 馬英九得票
率成長幅度

國民黨候選
人得票率成
長幅度

第01選區 - 4.94 - 4.17 第01選區 - 7.31 - 6.85

第02選區 - 4.70 - 3.92 第02選區 - 7.47 - 3.61

第03選區 - 4.79 - 4.19 第01選區 - 7.31 - 9.74

第04選區 - 5.18 - 14.02 第02選區 - 6.77 - 4.56

第05選區 - 5.48 - 2.99 第03選區 - 6.82 10.57

第06選區 - 5.29 - 6.77 第04選區 - 7.13 8.50

第07選區 - 5.44 - 2.82 第01選區 - 6.66 - 5.80

第08選區 - 5.49 - 8.39 第02選區 - 6.92 - 12.01

第01選區 - 7.15 - 7.60 第01選區 - 5.90 - 7.16

第02選區 - 7.17 - 0.42 第02選區 - 7.06 2.68

第03選區 - 7.36 0.49 嘉義市 単一選區 - 6.12 1.83

第04選區 - 8.08 - 0.65 第01選區 - 6.71 - 20.46

第05選區 - 7.58 0.46 第02選區 - 7.05 -

第06選區 - 6.78 - 3.55 第03選區 - 7.05 - 12.50

第07選區 - 7.21 - 11.52 第04選區 - 6.71 - 1.39

第08選區 - 7.00 - 11.33 第05選區 - 7.03 - 1.09

第09選區 - 6.68 - 20.77 第01選區 - 6.89 - 7.87

第10選區 - 7.71 - 12.44 第02選區 - 6.35 - 6.89

第11選區 - 6.20 - 3.13 第03選區 - 6.18 - 9.58

第12選區 - 7.56 - 9.88 第04選區 - 6.50 - 9.04

基隆市 単一選區 - 8.45 - 15.40 第05選區 - 5.28 - 5.91

第01選區 - 7.32 - 6.42 第06選區 - 5.70 - 1.94

第02選區 - 7.58 - 4.36 第07選區 - 5.16 - 6.08

第03選區 - 7.16 - 9.37 第08選區 - 6.26 - 5.29

第04選區 - 6.99 - 4.23 第09選區 - 6.15 - 7.59

第05選區 - 7.95 - 18.47 第01選區 - 6.57 -

第06選區 - 7.44 - 4.68 第02選區 - 6.27 - 5.33

新竹縣 単一選區 - 8.25 - 4.82 第03選區 - 7.64 - 10.76

新竹市 単一選區 - 7.26 - 7.35 宜蘭縣 単一選區 - 6.54 - 4.82

第01選區 - 7.00 - 1.20 花蓮縣 単一選區 - 7.18 - 21.69

第02選區 - 7.32 - 12.05 台東縣 単一選區 - 6.85 - 31.48

第01選區 - 8.14 - 9.90 澎湖縣 単一選區 - 8.17 -

第02選區 - 8.18 - 金門縣 単一選區 - 5.89 - 4.08

第03選區 - 8.44 - 0.16 連江縣 単一選區 - 8.56 - 3.04

第04選區 - 7.22 - 10.18 -6.84 -6.90

第05選區 - 7.29 0.79 0.95 6.78

第06選區 - 7.17 - 9.42

第07選區 - 8.40 - 8.96

第08選區 - 8.54 - 19.23

台中市

屏東縣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苗栗縣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STANDARD DEVIATION

CORRELATION 0.13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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